
!!!!!!!!!!!!!!!!!!!!!!!!!!!!!!!!!!!!!!!!!!!!!!!!!!!!!!!!!!!!!!!!!!!!!

写意山水画《秋山泉音》 100cm×55cm 李松林

藏在山间的森林竹海
□ 万晓英

周日，相约绵竹遵道。 从德阳
到遵道，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刚下
车， 一种久违的乡村气息就扑面
而来。

一簇粉红的樱花树格外吸引
眼球，满树的樱花迎风招展，有已
经开繁了的小花， 还有部分花骨
朵，不管是开的还是没开的，挂在
树上，增添了不少动人的景致。站
在树下，一阵微风吹来，片片樱花
落在我们身上、脸上，好像在欢迎
我们的到来。

在方姐的带领下， 我们向山
里走去。清幽静谧的十里竹林，一
片片，一簇簇，碧生生，绿油油，浓
荫匝地，黛云遮日。 朋友说，这个
郊游圣地，叫“柒月麓山”。 我真没
有想到，在绵竹遵道，还有这么一
个地方，一处原生态的诗画之源。

我们一群人走在浸透着原始
古韵、布满清幽的石径上，漫步在
幽静的竹林里，一路上，青翠绿秀
的竹子连绵而至， 大的、 小的、高
的、直的，带着季节的馥郁，饱含麓
山的情怀，时不时看见青翠的竹林
间冒出几头嫩嫩的竹笋，顺着山涧
潺潺溪流的走向， 听着阵阵鸟语，
凉爽的春风吹动每个人的心田。

一路上有好多不知名的树木
花草， 同行的小王一会给我说这
是云南松，一会说这是红杉树，一
会说某种草的功效……我惊叹于
他的认知，一直夸赞他，他却有点
缅腆地说，只是生活在这里，知道
多一些罢了。小王感慨，还是党的
政策好，之前他们住在周家山，交
通不是很方便，5.12 大地震后，土

房子倒了，不能住了，国家就把他
们搬迁到了土门镇上，后来，自己
亲手修葺了一楼一底。

沿着一块一块的石板路 ，进
入到竹海的平坦之地， 一种凉爽
渐入身心。 这里海拔 1100 米，越
进入竹海深处， 这里的幽境就越
来越深邃。 随心漫步于幽静的林
间曲径， 四周是肆意生长出来的
绿，我在想，如果是酷暑当头，走
在其中也不会觉得炎热。 十里竹
海，青翠欲滴，静谧而深邃，宁静
而悠远，林木葱茏，风景如画，听
虫鸣鸟啼， 置身其中别有一番雅
静清幽之感。 风轻轻地拂过我们
面颊， 时间在山水中流淌， 和亲
人、 朋友在竹林中漫步是一种绝
佳的享受，一种彻底的放松。

网红天梯是这个景区最出
名，最漂亮的地方。 800 米直达山
顶的观景钢梯，穿梭在密密竹林，
被枫叶和紫薇树包裹，一步一景，
纵览群山。 沿着天梯拾级而上，眼
前的景色也越来越开阔， 漫山遍
野的绿色植被、 炊烟袅袅的乡间
田野、 连绵悠远的群山脊梁一览
无余，广袤无垠的美景尽收眼底。

我惊羡这处十里竹林的浪
漫，这座藏在山间的森林竹海，我
有一种置身原始丛林的感觉。 这
是一种景象，更是一种神奇。 在这
里，一年四季都有一种景致，夏赏
紫薇，秋赏红叶，春赏樱花，冬赏
雪景。 或许，只有麓山才有这样的
神奇， 才有这样的境界。 如果可
以， 真想在这里惬意快活的生活
上一段时间。

松柏之茂
□ 许永强

松树是地球上迄今为止发现存
活最长的木本植物之一，在《诗经》和
其他文学著作中， 松是常出现的植
物。 《全唐诗》 中仅次于柳和竹，《诗
经》 中出现了七篇。 《水浒传》《西游
记》《红楼梦》中，松树也是出现最多
的十种植物之一。

王安石说：“松为百木之长，犹公
也，故字从公。 ”古代的爵位，分“公侯
伯子男”五等，而公居首位。 “松”字从
“公”， 可见在古代松树至高的地位，
以致于有了今天的“天下园林，无园
（苑）不松”的壮观景象。

由于松树仪态雄壮威武、给人苍
劲挺拔的感觉。 松树的树杆多生长的
比较高大、树龄也较长，是长寿的象
征。松常与鹤为伍， 鹤是山世之物，高
洁清雅，有飘然仙气。 “松鹤延年”是
重要的绘画、玉雕的题材。 如今，“福
如东海长流水， 寿比南山不老松”仍
是最为常见的贺寿佳联。 《诗经·小
雅·天保 》“如松柏之茂 ， 无不尔或
承”， 就是祝愿老者长寿如松柏那样
茂盛。

从秦代开始，人民就已经开始把
山野间的松树， 搬回自家的庭园里，
到了唐代， 庭院松已经相当盛行了。
阿房宫、华清宫里，都种满了松树，形
成了“万松叠翠 ，美愈组秀，林木花
卉，灿烂如锦”的盛景。

自古以来， 诗人喜欢以松为诗，
画家喜欢援松入画，群众喜欢歌颂松
树，并把松竹梅装饰在门楣上照壁上
家具上。

在孔子心中， 松树是威武不屈、
忠贞不二的大丈夫 ，是 “君子 ”的象
征。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大
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
茂也”， 用松柏面对霜雪无所畏惧依
旧郁茂，比喻自己虽然命运多骞依然
坚持操守泰然自若。 《荀子》“岁不寒，
无以知松柏。 事不难，无以知君子”，
将松柏与君子并列。 宋代的文人雅士
将松与竹、梅并称为“岁寒三友”。 杜
笃的“长松落落，卉木蒙蒙”，陶渊明
的“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珍
异类，卓然见高枝”，王义庆的 “蒲柳
之姿 ，望秋而落 ；松柏之质 ，经霜弥
茂”，以及陈毅元帅的“大雪压青松，

青松劲且直。 欲知松高洁，待到雪化
时”，体现出松树面对冰凌霜欺，不改
其姿，是正直、朴素、坚强的化身。

浪漫诗人李白一生写了不少赞
颂松树的诗篇，立意清晰，意境奇妙，
被人们广为传诵。 写孤松“南轩有孤
松，柯叶自绵幂”；写枯松：连峰去天不
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咏松雪：“太
华生长松，亭亭凌霜雪”；歌松泉：“清
泉映疏松，不知几千古”；颂松风：“长
歌吟松风，曲尽河星稀”；以松状物：
“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书松树精
神：“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 苏轼
一生酷爱松树，年少时年年都要栽植
松树，十余年间，亲手栽的松树多达
数万株。 被贬黄州后，他以老农自居，
在住所周围栽松，以“处处松木郁盛”
自乐。 结发妻子王弗病逝后，他亲手
在其坟茔四周广植松，留下的“明月
夜，短松冈”诗句令人怆然；第三任妻
子王朝云去世后，也下葬在松林里。

自魏晋始，松树便入画图。 《竹林
七贤与荣启期》是目前发现的距今最
久远的描画松树形象的作品。 唐代于
邵为唐德宗寿辰绘有《松竹图》。 五代
时期荆浩创作过《异松图》，并为此图
写了 《古松赞》。 北宋代画家米芾的
《海岳庵图》：“松针百余树，用鼠须笔
剔针，针凡数十万，松针百余树，用鼠
须笔剔针，针凡数十万，细辨之无一
败笔，所以古人笔墨贵气足神完。 ” 南
宋画家李唐，其绘有《万壑松风图》，以
松入画，几乎满幅都是松树，无一杂
树。 马麟的《静听松风图》，一羽扇纶
巾的文人坐在松树横卧的树干上，侧
耳聆听松风，表现出文人的志节。 之
后元代的王渊、清代的郑板桥等都善
于画松。 这些画作多以松石点缀山
水，与悬崖绝壁为伴，松树铜枝铁干，
下临危谷，上干云霄，体现松树刚健
雄壮之美。

松树在中国人心中的形象高大
而丰满。 作家许地山说：“中国人爱松
并不尽是因为它长寿，乃是因它当风
飘飞雪的时节能够站得住， 生机不
断，可发荣的时间一到，便又青绿起
来。 人对于松树是不会失望的，它能
给人一种兴奋，虽然树上留着许多枯
枝桠，看来越发增加它的壮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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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藤花开
□ 周建华

办公室旁边的角落里， 有一株紫
藤，是去年移栽的。

刚移栽的紫藤是一根大藤蔓 ，弯
弯扭扭的，大藤蔓纠缠着几根小藤蔓，
也是弯弯扭扭的。 紫藤的扭曲，让我想
起《病梅馆记》里的“以曲为美，直则无
姿”。 但很显然，紫藤不似病梅那般被
人为“锄其直”，紫藤的扭曲是一种力
量。 依靠这种力量，紫藤一扭一扭攀上
房檐，把最稚嫩细柔的部分伸过房顶，
伸向天空。

去年冬天， 我驻足藤下。 说是藤
下，并不准确，因为蔓条细弱稀疏，远
不能将我笼罩其下。 紫藤的叶子凋落
殆尽，藤干粗糙，还有些疙疙瘩瘩，若
不是几根细枝高高窜出， 显得昂扬挺
拔，仿佛便是一根枯藤。 我很担心枯藤
的命运，虽然，其命运不足以让我如马
致远那样感叹“断肠人在天涯”，但若
是某一天紫藤变成了“枯藤”，亦免不
了伤感。

对紫藤的情怀， 源于我在学校工
作时。 我曾经工作过的小学，操场边上
有一排紫藤， 是三十几年前老校长栽
的。 那时候校园很小，老校长说，紫藤
好，栽在围墙边，只顺着墙爬，不占地
方。 那几年，春天一到，围墙便成了孩
子们的乐园，他们围着紫藤，如叽叽喳
喳的小鸟。 孩子们惊奇于柔软的新蔓
能够翘立墙头， 惊奇于小小的紫藤花
能够挂成串串， 也惊奇于花朵能有如
此美丽的紫色。 后来，紫藤长大了些，
枝叶越来越茂盛， 把围墙铺得满满当
当，墙头也压得严严实实。 在学校重建
的时候，有人担心围墙承受不住，提议
将紫藤铲除；也有人反对，说紫藤长成
现在的样子不容易，十来年的光景，说
铲就铲，太可惜了。 最后，新任的校长

一锤定音，说紫藤是学校的历史，紫藤
就这样被保留了下来。 新校长让人在
围墙边搭了一排架子， 将紫藤一根根
引到架子上，又在架下修了阶梯，说等
紫藤花开了，孩子们坐在阶梯上读书，
那便是校园最美的状态， 新校长还把
那一排架子命名为紫藤长廊。

记忆里，紫藤入春后开始发芽，新
蔓也开始生长。 新蔓长得很快，几乎是
一天一个样。 刚长出来的蔓丝呈鹅黄
色，嫩得如婴孩的小手指。 新蔓不管东
西南北， 带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
劲儿，拼命在长廊里乱拱。 我想把那些
随意乱长的蔓条剪掉，新校长说，刚刚
发芽的生命，你舍得剪？ 还是“纵之顺
之”的好，引一下，它自然就长到该长
的地方去了。 这是实话，只引了几年，
长廊便被铺得密不透风。 大太阳的天
气，紫藤下最是凉爽宜人，也是孩子们
最爱去长廊的时候。 他们坐在阶梯上，
用一双双清亮的目光， 追逐从紫藤缝
里漏出来的斑驳光影，其乐无穷。

长廊最美的时光， 自然是紫藤花
开的时节。 主藤又粗又长，孕育的花朵
又多又大，一大串一大串地挂起，长廊
里便到处是深深浅浅的紫色。 微风一
吹，滴里嘟噜的花串便如摇曳的风铃，
侧耳聆听，似乎风里都是紫色的声音。
有人说，紫色是高贵的颜色。 过去，皇
帝把自己住的地方叫紫禁城， 老百姓
赞美祥瑞便说紫气东来， 大略是有这
意思的。 一所小学自然比不得紫禁城，
学校好不好也不会是因为紫气东来，
但那时候，学校在孩子们心目中，确实
是大红大紫的。 那些从紫藤下走出去
的孩子， 似乎也都自然而然带着一股
优雅之气。

紫藤一年比一年好， 学校也一年

比一年好。 离开学校后，有人问我，最
留恋那里什么？ 或许是留恋的太多，抑
或许无所留恋，我竟一时语塞。 直到有
一年春天，偶然回学校，正在改建的校
园变化很大，一栋教学楼拆了、阶梯教
室改了，连大门也是临时的，但操场边
的紫藤长廊还在。 紫藤花已经开了，大
多还是花苞， 一串串挂起来， 虽还未
“绿蔓秾阴紫袖低”，却已经“藤花无次
第，万朵一时开”。

今年的春天来得早，立春不久，办
公室旁边那株紫藤便绿了起来， 绿得
不知不觉， 甚而未让我感觉到嫩叶的
鹅黄。 忽一日，偶然向角落一瞥，一绺
紫色如惊鸿，竟然是绽开的紫藤花，花
不算多， 只几串而已， 却开得云云烟
烟。 阳光从楼缝追下来，轻柔地拥抱着
花串，那花便如紫石英般亮亮的，晶莹
剔透。

我有些欣慰， 那一根枯藤终究是
生机盎然了。 也有一种感觉，紫藤长廊
里那些紫藤也应该开花了。

初春的阳光， 温柔地照在新
荣村的山坡梯田上。 层层油菜花
明亮而热烈， 汇成一片金黄色的
海洋。 站在山上眺望， 绝美的田
园风光尽收眼底。 微风吹过，清
香沁人心脾。 来往劳作的农人打
着招呼， 笑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神
情。 恍惚间，欢喜的泪溢满眼眶，
驻村的岁月也历历在目。

脱贫攻坚战的胜利号角已经
远去， 乡村振兴的锣鼓声已经奏
响。 我迫不及待想要加入到这一
伟大事业中去，挥洒奋斗汗水，书
写青春价值。 初入村时， 崎岖颠
簸的山路，加上水土不服，令人上
吐下泻； 为了尽快成为名副其实
的本地人， 我第一次说起不流利
的本地话； 为了尽快掌握村情民
意，熟悉农村工作，我利用一切渠
道和时间，查阅资料、实地调研、
向人请教。 某一个黄昏， 我终于
走上山坡，长舒了一口气，感慨农
村事务太过繁杂， 也欣喜工作终
于走上了正轨。 放眼望去， 村庄
辽阔宽广，安宁祥和，如歌如诗。

前进的道路总是荆棘密布，
时刻考验着决心和毅力。 头顶烈
日见证了我们忙碌的身影。 每次
下起雨，心都悬到嗓子眼，担忧山

洪和地质灾害， 生怕有群众受灾
受损。十月那一场暴雨，引发了山
体滑坡，冲垮了两处公路，两个社
的村民无法正常出行。 我们迎着
呼啸的山风，多次研究损毁路段，
跑遍了行业部门， 终于获得了支
持，赶在新一年汛期前，将其修复
如初。 群众面临的问题， 哪怕再
小，也是梗在喉咙的鱼刺，令人寝
食难安。 脱贫攻坚的成果不能被
荒废，群众的厚望不能被辜负。一
件件排忧解难的惠民实事， 为困
难农户打通了生活的断头路。 群
众工作的点点滴滴，如画笔，在农
户心里描绘出美好生活的图景。
岁末年关，在村民家中围炉而坐，
听老爷爷老奶奶讲诉村庄变迁和
农家往事， 畅谈对来年的憧憬和
打算，此刻画面竟是如此感动，冬
夜也变得无比温暖。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
活水来”。产业兴旺就是强村富民
的源头活水。数千亩油菜花田，每
年吸引众多游人前来驻足赏光。
周围落地建成的配套设施一应俱
全，信心满满地告诉世人，粮油产
业正扬帆起航。 田间地头不时传
来欢声笑语，那是农户在欢唱，歌
颂美满的日子和热爱的家乡，美

丽乡村的画卷正徐徐展开， 未来
的新荣村必将更加美好。

油菜花香是 “俱怀逸兴壮思
飞”的豪情，油菜花香是“咬定青
山不放松” 的信念， 油菜花香是
“一片冰心在玉壶”的赤诚，油菜
花香是 “前程渐觉风光好” 的希
望。 其实， 相比于我们带给农村
的，农村带给我们的远要更多。正
如这片油菜花香， 是如此沁人心
脾、悠远绵长。

地中海观日出
□ 杨明强

天已黄昏，我们来到了距首部突
尼斯城 20 公里的唯美小镇—哈马马
特。 早就得知该镇濒临地中海，被誉
为突尼斯最负盛名的海滨度假胜地。

眼看暮色苍茫，情急之下，我顾
不上提行李、领房卡，只好托同行的
家人和朋友代劳，一个人匆忙小跑奔
向海滨沙滩。但见深蓝的海面已趋于
平静，而碧海深处的天际，色彩的组
合与变化却令人称奇。当地时间大约
下午 6 点，虽然不见红日亲吻大海的
美景，但仍见大海尽头一片橙色的天
空，红红的，纯然一色；而橙红天空的
上端， 则布满了厚厚的墨蓝的云层，
面积之广、气势之大，令一抹橙红的
霞光因抵挡不住而甘拜下风似的，大
有“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
摧”之势。这一场景，把黄昏的地中海
风云演绎得淋漓尽致。 于是，我便迫
不及待地端起心爱的尼康 D800，选

拍了两张海上夕照。
信步回到酒店，这里所有的客房

窗户，不是对着蔚蓝的大海，就是对
着静谧的花园。 来自世界各地的游
客，都可以在此枕涛听浪，夜赏流星
飞翔……

早在中学时代， 我的班主任、地
理“王牌”教师陈煜霖先生，就在课堂
上绘声绘色地讲述过欧洲、非洲和地
中海。 那时，我就知道，在地中海北
岸 ，有个“地中海上的长靴 ”叫意大
利，有个著名的水城叫“威尼斯”；在
南岸，有个“一半海水，一半沙漠”的
国度叫“突尼斯”。 同时，陈老师还告
诉我们， 位于中东的 22 个阿拉伯国
家中， 有三个国家的首都与国名相
同，那就是阿尔及利亚、科威特和突
尼斯。

地中海的特殊地域与气候，造就
了海上日出、日落的不同凡响。 带着

几分向往与期待， 次日清晨 5 点半，
大家还在睡梦中， 我便背起摄影包，
悄然出门，来到海岸边虔诚的守望日
出。

清晨的沙滩和海岸，怎一个美字
了得。 漫步银白柔软的沙滩，呼吸着
新鲜湿润的空气，闻着一丝略带咸味
的海风气味，再轻踩着被海浪冲刷过
的绵软的沙滩，遥望一望无际的天尽
头，怎不令人心旷神怡，浮想联翩呢？
大约 10 分钟后， 地中海上空的云层
逐渐发生了变化：天空的鱼肚白渐变
成了淡紫、微红、灰蓝、金黄—这些不
同的色彩， 有如调色扳的巧妙布局。
随着时间一秒一秒地推移， 渐渐地，
一轮崭新的红日，拖着一缕缕橙色的
海水，缓缓地跳出海面。 开始像一盏
扁圆的宫灯，慢慢地逐渐变圆，又渐
渐地再有了阳光，这些金色的阳光又
慢慢由弱变强，由短变长。这时，游人

越来越多，只见银白的沙滩变成了金
色的沙滩， 海水的颜色也由深变浅，
波光鳞鳞，一望无垠。

也许冥冥之中有天意，期盼之中
见惊喜。 远远望去，海岸左边海港灯
塔前，惊现了出彩的画面：一叶扁舟，
正迎着初升的太阳去远航。橙黄的天
空背景，鲜红的海上日出，黝黑的行
船剪影， 构成了地中海日出中最典
型、最壮美的天然画图。

此时此刻，正当海上日出蔚为壮
观之际，众多游客的行动不也是一道
美丽的风景吗？ 沐浴着晨光漫步沙
滩， 对着初升的太阳自拍合影的；更
有几对浪漫情侣， 在沙滩倩影成双，
深情拥吻的……目睹此景，我也欣然
席地而坐，尽情享受着地中海和煦的
海风吹拂， 沐浴朝霞的浪漫时光，把
这段终生难忘的场景，铭刻在最柔美
的记忆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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